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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要闻 

2013 年国内微型模具面临新机遇 

微型系统技术已经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工业之一，需要制造极小的高精密零件的工业，例如生物

-医疗装备、光学、以及微电子等都有大量的需求。需要微系统加工的零件其精度高达 5mm 或更

小以及曲面质量达 0.2mm 或更小，其零件硬度也达到 45HRC 或更高。微型零件的内在复杂性

也为模具制造商带来新的机遇。当简单和中等复杂的模具制造被转移到劳动力成本低的国家时，

美国和欧洲的模具制造商则转向研究诸如微型模具和微型铣削等更先进技术以维持他们的竞争

优势。 

18 个光伏分布式示范区公布 

国家能源局近日正式公布了第一批分布式光伏发电示范区名单，该批名单涉及 7 省 5 市、总共

18 个示范区项目。在分布式光伏示范区名单出炉之后，光伏分布式补贴价格、国开行金融扶持

政策、四类资源地区标杆电价、涉及国税总局退税以及土地性质问题等光伏扶持关键政策，都将

陆续出台。 

三友化工上半年收入利润双增 

唐山三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发布上半年财报显示，依托黏胶短纤、PVC、有机硅等重点产品

结构优化调整，公司上半年保持了平稳发展，报告内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56.11 亿元，同比增长

10.2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1.86 亿元，同比增长 213.98%。 

根据公告，面对今年上半年 GDP 增速放缓、所属行业主导产品继续维持低位运行的严峻形势，

三友化工以 16 万吨差别化黏胶短纤维项目投产为契机，优化黏胶短纤、PVC、有机硅等业务板

块。黏胶短纤作为公司第一主业，上半年创造的利润占公司净利润 73.82%。通过建设有机硅二

期项目，公司有机硅单体产能将达到 20 万吨，为做强有机硅业务奠定了基础。此外，公司还加

快 10 万吨烧碱扩建项目及 3 万吨糊树脂项目建设，继续壮大循环经济规模。 

中国化工行业发展前景堪忧 

化工行业利润同比增速再次低于 10%，全国工业生产活动低迷制约化工行业利润增长。PMI 低

位徘徊预示制造业复苏有待时日，化工行业固定资产投资水平偏低，行业后期产能的扩张将不断

减速，行业发展前景堪忧。 

2013 年汽车销售量 6 月份增长加快 

汽车销量在 6 月份再次出现两位数增长，而整个上半年乘用车产量为 866.45 万辆，销量 866.51

万辆，同比增长 14.02%、13.81%，增幅高于上年同期 6.15 个百分点和 6.73 个百分点。可见目

前中国的汽车市场依然有很强的增长潜力，销售的继续走强也将使汽车产量也出现上升，而汽车

制造业对于化工品的需求巨大，将有效支撑化工企业的利润回升。 

信息时代传感器发展前景良好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传感器成为人们获取自然和生产领域中信息的主要途径与手段。在现代工

业生产尤其是自动化生产过程中，要用各种传感器来监视和控制生产过程中的各个参数，使设备

工作在正常状态或最佳状态，并使产品达到最好的质量。传感器技术在发展经济、推动社会进步

方面的重要作用是十分明显的。统计数字显示，全球智能传感器市场的年营业收入会以每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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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速度递增，到 2018 年将达到 69 亿美元。目前全球安装有处理器的传感器设备数量为 6500

万部，到 2019 年这一数字将达到 2.8 万亿部。 

太阳能电站项目使得中国太阳能企业盈利能力增强 

虽然传统组件制造业务仍旧低迷，受惠太阳能电站项目带来超出预期的利润，中国大陆企业早先

不愿参与的太阳能电站项目成为新业绩增长点。据悉，中国内地 30 家已发布半年报或业绩预告

的太阳能企业中，有 22 家预计实现获利、占比逾七成。多数公司均表示，为企业贡献业绩的是

太阳能电站项目。 

财政部发布的《分布式太阳能发电实行按照电量补贴政策等通知》，明确了按发电量给予补贴，

补贴资金由电网企业按电费结算周期发放。而企业为转移传统组件业务带来的销售压力，多数都

将上半年的投资重点放在利润可观的电站上，在政府大力支持下电站项目为企业带来了超预期的

盈利。 

根据规划，中国 2013 年至 2015 年年均新增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 1000 万千瓦左右，到 2015 年

总装机容量将达到 3500 万千瓦(35GW)以上。有业内人士认为，今年将是中国太阳能市场大规

模启动的元年。 

2013 年下半年中国钢铁行业发展形势 

据世界钢铁协会和中国经济信息网公布的数据测算，2013 年上半年中国钢铁消费量同比增速达

到 8.8%，虽然高于 2012 年全年 2.4%的增速，但并没反映出终端的需求。高增速是基于预期经

济企稳后的企业补库存，因此下半年中国钢铁行业的发展将有可能差于预期。2013 年到 2014

年，全国粗钢产量将分别增长 7.5%和 3%，达到 7.7 亿吨和 7.9 亿吨；钢材表观需求将分别增长

5%和 3%，达到 7.6 亿吨和 7.9 亿吨。 

宝山钢铁股份 120 亿增资湛江钢铁 

宝钢股份于 8 月 23 日宣布，公司将计划向宝钢湛江钢铁有限公司增资 120 亿元，加大项目建设

力度，从 2014 年开始，宝钢湛江钢铁项目将陆续进入建设高峰期。据了解，宝钢湛江钢铁有限

公司主要经营范围为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销售等，目前该公司处于建设期。湛江钢铁项目

静态总投资 415 亿元，于 2013 年 5 月开工，预计 2016 年 9 月全面建成投产。 

上半年有色金属行业利润同比下降 12.5% 

上半年，有色金属行业实现利润 773.1 亿元，同比下降 12.5%。其中，有色金属矿采选业利润

302.1 亿元，下降 9%；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利润 471 亿元，下降 14.5%。全国十种有色

金属产量同比增长 9.8%，增速同比加快 5.7 个百分点，主要有色金属价格有所回落。 

肯纳金属公司收购玻利维亚钨加工企业 

工业切削刀具制造商肯纳金属公司将在近期收购位于玻利维亚拉巴斯市的钨加工企业

EmuraS.R.L.，以进一步拓宽其用于制造硬质合金和高性能刀具的主要钨原料的供应渠道。

Emura 公司主要从事钨矿石的采集、检验、加工和出口，是肯纳公司的长期供应商之一。 

总投资 117 亿元镍基复合合金项目落户江西九江 

8 月 14 日，总投资 117 亿元的镍基复合合金项目正式签约落户江西九江，该项目选址城东港区

化纤工业基地，项目分三期建设，其中一期项目将于今年 10 月底前正式开工建设。该项目设计

年产 180 万吨镍基复合合金，80 万吨化工渣还原铁粉，预计达产达标后，可实现年销售收入 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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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年缴纳税收 16 亿元。 

政策热点 

中国取消部分铁合金出口商检 

自 2013 年 8 月 15 日起，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和海关总署将根据最新调整的《出入境检

验检疫机构实施检验检疫的进出境商品目录》（以下简称《目录》）要求，对部分铁合金产品不

再实行出口商品检验。具体包括：对 1507 个海关商品编码项下的一般工业制成品不再实行出口

商品检验；1420 个海关商品编码项下的商品调出《目录》，其中铁合金类产品有硅铁、钒铁、

锰铁、硅锰铁等。 

此次调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积极影响：一是可有效地降低出口费用，节约企业成本；二是可以简

化出口手续，提高出口效率；三是硅铁等铁合金产品生产企业具备完善的质量检验程序、手段和

技术，足以保证出口产品质量；四是使国内硅铁的出口优势增加；五是能有效地打击走私，有利

于市场公平竞争，保障广大出口商的利益。 

工信部力推电机业转型 

自从 2013 年 6 月《电机能效提升计划(2013-2015 年)》发布后，工信部为使企业认识到电机节

能改造的重要性，工信部已对全国各地多家企业进行培训。为推动该计划顺利实施，工信部希望

培育一批合同能源管理公司，探索更符合市场需求的运作模式。8 月 6 日，工信部就《电机能效

提升计划(2013-2015 年)》召开媒体见面会，会上指出工业节能需要把耗能大的设备的能效提升

作为重点，特别是电机、变压器等终端耗能设备。中国存量电机中高效电机占比不到 5%，如何

启动国内高效电机市场，是电机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内容。 

国务院：节能环保要成为新支柱产业 

国务院于 2013 年 8 月 1 日发布《关于加快发展节能环保产业的意见》，意见指出中国未来节能

环保产业产值年均增速在 15%以上，到 2015 年，总产值达到 4.5 万亿元，成为国民经济新的支

柱产业。意见指出，解决节能环保问题，是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加快

发展节能环保产业，对拉动投资和消费，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产业升级和发展方式转变，

促进节能减排和民生改善。“十一五”期间，中国节能环保产业累计产值超过 7 万亿元，增加值

约 2 万亿元，接近全社会环保投入。“十二五”期间，节能环保产业累计产值预计超过 10 万亿

元，增加值将超过环保投入。 

宏观经济 

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2013 年 8 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 51.0%，比上月上升 0.7 个百分点，连续 11

个月位于临界点以上。分企业规模看，大型企业 PMI 为 51.8%，比上月上升 1.0 个百分点；中

型企业 PMI 为 49.6%，与上月持平；小型企业 PMI 为 49.2%，比上月下降 0.2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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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制造业 PMI 指数（经季节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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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2013 年 7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生产运行情况 

2013 年 7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 9.7 %（以下增加值增速均为扣除价格因素

的实际增长率），比 6 月份加快 0.8 个百分点。从环比看，7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月

增长 0.88%。1-7 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4%。 

 

图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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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分经济类型看，7 月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1%，股份制企业增长 11.1%，

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增长 7.9%。 

分行业看，7 月份，41 个大类行业中有 39 个行业增加值保持同比增长。其中，化学原料和化学

制品制造业增长 12.4%，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增长 12.5%，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增长 11.8%，

通用设备制造业增长 9.2%，汽车制造业增长 14.1%，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增长 10.6%。 


